
本报讯（通讯员 巫文瀚）为提高璧
山区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养，激发未成
年人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培养未成年
人对科学实践的浓厚兴趣，7月21日，
璧山区科协在天门社区开展“童心向
党·科技筑梦——走进神奇的电磁学”
科普知识讲堂，为小朋友们打开了电磁
学世界的启蒙大门。

活动中，科技志愿者为小朋友们耐
心讲解了电磁波的产生方式、性质特
点、实际用途等方面的知识，让小朋友
们对电磁学有了一定了解。随后，科技

志愿者带领小朋友们进行了电路连接
实验、电磁感应实验，让孩子们体会到
了动手实践的乐趣，加深了孩子们对电
磁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探索了电磁学的
世界，激发了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的热
情，提高了孩子们的实践能力和思维能
力，有助于未成年人在实际生活中养成良
好的科学习惯。下一步，璧山区科协将继
续以实践活动为主体，以科学服务生产生
活为目的，将科普活动融入广大人民群众
日常生活，服务全区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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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优秀出版物
《盐大路》。 通讯员 饶国君 摄

7月23日，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生
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在重庆大学
举行，经初审、预赛，最终来自全国75
所高校的316支团队进入决赛，参赛
作品涉及医疗电子与仪器、康复与辅
助器具、医学人工智能、生物医学材
料、体外诊断等多个专业领域。本次
竞赛共逐出一等奖74项、二等奖239
项，三等奖402项，优秀组织单位20
家。

我市此次共获得一等奖10项，
二等奖31项，三等奖50项。重庆大
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理工大学3
所在渝高校获优秀组织单位。

“我们团队的作品是《下肢矫形

器使用过程远程监测系统》。”重庆大
学生物工程学院神经工程与康复课
题组成员陈海波介绍，团队作品《下
肢矫形器使用过程远程监测系统》获
得本次大赛一等奖。他介绍，下肢矫
形器是一类重要的康复辅助器具，其
使用时长是影响患者康复效果的关
键因素。团队综合运用了传感器、互
联网络及无线通信、云平台、Web软
件开发等多种技术手段，在患者使用
下肢矫形器的过程中对压力参数进
行采集并在云端存储分析，实现了对
矫形器穿戴状态的识别以及对穿戴
时长和时段的统计，最终完成远程监
测信息化平台的搭建。目前监测装

置、云端监测平台、医生Web端程序
均已设计完成，团队后续还将继续开
发患者端手机应用软件。

本届大赛历时3个多月，得到了
全国160所高校的积极响应，创造了
高校师生参与数量和作品质量的新
高，总报名人数达到5000余人，参赛
作品数量达到1536项。“大赛为广大
青年学子、专家学者搭建了一个‘政产
学研用’全链条协同创新、交流对话的
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重庆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院长蔡开勇表示，学院
将以大赛为契机，以赛会友、以赛促
育、以赛反哺，将大赛经验、大赛成果
应用于医工融合创新人才培养，与兄

弟高校一道共同推动我国生物医学工
程学科新的发展。

本届大赛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主办，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承
办。大赛旨在引导学生注重动手能
力、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提升，提
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促进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建设，
促进产学研用深度合作，为培养生物
医学工程领域卓越人才积极搭建平
台。

当天还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第
九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
计竞赛将由海南大学承办。

（重庆大学供稿） 为丰富辖区少年儿童的暑期文化
生活，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兴趣，促
进青少年身心全面健康发展，7月24
日，万盛经开区科协在万盛街道江山城
社区开展了“小小少年爱科学”科普实
验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区青少年科技工作
者协会的科普老师向孩子们普及了燃烧
的三个要素，并介绍了“火焰掌”实验所
需的材料及实验原理。演示时，只见老
师将一只手伸入水桶中浸湿，然后用打
火机引燃手掌，瞬间约有半米高的火苗
从手中蹿起，当火苗熄灭时，手掌却毫发

无损。孩子悉心求教后得知，丁烷是易
燃气体，用浸湿的手捧起一堆丁烷气泡
在手里，一点就着。当丁烷燃烧殆尽后，
手处于浸湿的状态，所以并不会被烫
伤。随后每个孩子都列队一一体验“火
焰掌”的威力，感受科技的力量。

此次科普活动，孩子们不仅是观察
者，更是参与者。老师将专业的科学知
识通过神奇有趣的实验传递给孩子们，
寓教于乐。本次活动激发了孩子们学
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引导孩子们放飞科
学梦想、培育创新思维。

（万盛经开区科协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饶国君）近日，云
阳县耀灵镇鸣凤村“耀灵书院”，一堂盛
夏里的安全法治讲座在这里举行，家住
七曜山深处的20多名少年儿童以此了
解家乡传统文化，接受现代法治教育，
从而平安度假、快乐生活。本次讲座由
云阳县人民法院“天平驿站”的普法志
愿者们组织，目的在于积极服务乡村振
兴，关爱长假中的留守儿童。

位于七曜山腹地的鸣凤村山高路
远、沟壑纵横，北临大三峡、南通湖黔广，
是著名的运盐古道“盐大路”的发源地。
坐落在鸣凤村村口山坳上的“耀灵书院”
是晚清名臣丁宝桢履职四川总督期间亲
手题刻、坐镇指挥当地百姓兴建的两层

“知识殿堂”，其目的在于推进知识文化、
文明礼仪走入寻常巷陌人家，培育出知
书达礼、以贤为仁的七曜山后代，推动逾
越千年的“盐大路”走出一条生态之路、
生存之路、文明之路、和谐之路。

贴近传统去，面对现实来！暑假期
间，县法院“天平驿站”的普法志愿者根
据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结合“耀灵书

院”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特点，以及现阶
段建设“安全文明示范村”的要求，采取
讲法治、说安全、兴文化、育新人、扬斗
志、创未来的办法，让生活在这里的留
守儿童了解家乡、认识家乡、热爱家
乡。同时，引导他们开阔视野、胸怀大
志、勤奋学习、努力拼搏！教育培养新
一代与时代同步、与现代同频，快速融
入历史发展大潮，接续奋斗建设好和谐
美丽新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余丹）夏季是溺
水事件的高发期，为有效预防青少年儿
童突发溺水事故，帮助广大青少年度过
一个健康、安全、愉快的暑假，全面增强
家长、孩子的安全意识，日前，城口县科
协联合太和社区组织近100名辖区学
生和学生家长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科
普讲座。

活动中，安全讲师通过播放视频、
列举近年来发生的学生溺水身亡真实
案例，采取互动问答等形式，让大家明
白溺水的严重后果。就如何防溺水、如
何自救、如何施救、游泳注意事项等相
关安全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告诫广大家

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
承担起监护责任。

活动中，科技志愿者们还向大家宣
读了“防溺水——致家长的一封信”，希
望社区学生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重
视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经常给孩子传
授防溺水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
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孩
子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做到警钟长
鸣，严防溺水身亡事故的发生。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每个家庭充分认
识到安全的重要、生命的可贵。接下来，
城口县科协也将继续开展公益性校外教
育服务相关活动，有效助力“双减”落地。

7月22日，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
一个研学基地内，参加暑期避暑研学
活动的学生在诵读经典古诗词。

进入暑期，许多家长和学生来到
地处山区的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参
加丰富多彩的暑期避暑研学活动。近
年来，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依托山区
自然生态资源，充分利用清凉山水等
环境条件，挖掘“避暑经济”，通过提升
当地文旅资源的教育功能，高标准打
造研学旅行基地，增强对游客的吸引
力，拉动当地旅游经济增长。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新华社电（记者 温竞华）记者从
中国科协了解到，日前在中国科协指
导下，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等
五家单位或常设展览共同组建全国

“钱学森”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工作联
盟，进一步推动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高质量发展。

2022年3月，中国科协、教育部、
科技部等七部门启动科学家精神教育

基地命名工作。截至目前，上海交通
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学森故居（杭
州）、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钱学森纪念
馆、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钱学森纪念
馆、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学
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五家以展示
钱学森事迹和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单位
或常设展览入选科学家精神教育基
地。

这五家单位或常设展览在组建
工作联盟之际，还发出倡议，切实发
挥文化育人阵地作用，携手促进基地
交流合作。联盟成员单位将加强研
究，从不同视角努力挖掘立体、鲜活、
感人的育人素材，面向社会公众尤其
是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群体，广泛开
展弘扬科学家精神特色学习教育活
动。

同时，联盟将吸纳全国各地以展
示钱学森事迹和精神为主要内容的
单位或常设展览加入联盟，推动信息
共通、资源共享、品牌共塑，向尚未入
选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的单位提供
指导、支持。联盟成员单位将努力搭
建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合作交流平
台，广泛开展合作共建、学术交流等
活动。

为丰富社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进
一步加强社区青少年之家的文化建
设，近日，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燃
青春 向未来”实践团分别走进江津区
几江街道西关社区、桥南社区和大西
门社区青少年之家，开展了建筑知识
课堂、安全教育课堂、DIY兴趣课堂。

“建筑，不仅是楼房的建造。它是
一部可以让孩子看得见的历史……”作
为建筑类专业学生，在社区青少年之
家，实践团成员们为小朋友们精心准备
了一堂别出心裁的建筑小课堂。“房子
是怎样建成的呢？中国最高的建筑是
什么呢？作为桥都，重庆一共有多少座
桥梁呢？”通过一连串的问题，激发了小
朋友们对建筑的兴趣，也将话题引入了
课程内容。实践团成员以身边的建筑
为例，向孩子们讲述了房子是怎么建成
的、常用的建筑材料有哪些，介绍了传
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引导小

朋友们揭开建筑奥秘。通过课堂分享，
小朋友们不仅了解到了建筑的由来和
各种建筑形式，还深刻感受到了丰富多
彩的建筑文化，为他们埋下了探索建筑
知识的种子。

在推普小课堂上，实践团成员通
过开展趣味绕口令等活动，吸引现场
小朋友们积极参与。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暑期安全防
范意识，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实践团成员
向青少年儿童开展了暑期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他们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小朋友
们讲述了溺水的严重性，通过观看防溺

水警示教育宣传片，结合生活中的典型
案例，采用互动问答等方式让小朋友们
参与其中，学习掌握防溺水知识，谨记防
溺水的“六不准”知识，时刻绷紧安全这
根弦。此外，实践团成员还向小朋友们
宣传了夏季用电安全、消防安全、预防中
暑等知识，提升了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

为激发小朋友们对手工创意的兴
趣，拓展发散性和创新性思维，实践团
成员给青少年之家的孩子们准备了一
堂趣味手工课。引导孩子们用自己的
双手去塑造属于自己的作品，分享着
手工创意过程中满满的快乐，并完成

了各种不同造型的黏土捏塑和DIY
透扇作品。此次的趣味手工课堂，让
小朋友们在动手动脑的同时，也得到
了锻炼，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社区青
少年之家作为社区儿童教育发展的重
要场所，是孩子们增长见识的最佳课
堂，也是孩子们兴趣爱好被发现发展
的重要场所。通过此次活动，不仅丰
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让实践团
成员们增强了社会责任感，磨砺了道
德品质，提升了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
能力。（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供稿）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
创新设计竞赛在重庆大学举行

万州：

避暑研学热度升温

全国“钱学森”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工作联盟成立

九龙坡区科协开展暑期科普阅读宣传周活动

城口县暑期青少年防溺水科普讲座
增强学生和家长安全意识

“小公民法律讲堂”抚慰留守儿童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将主题课堂送进社区
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代欢）为丰富青
少年暑期生活，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和传统文化知识储备，营造九龙坡区
丰富的科普氛围和文化氛围，7月22
日，九龙坡区科协、区图书馆联合重庆
科技馆在九龙印象汇商场开展“科翼
龙飞”九龙坡区科普研学夏令营暨“强
国复兴有我”九龙坡区图书馆2023年
暑期科普阅读宣传周活动，28组亲子
家庭参加活动。

重庆科技馆的老师以“厉害了，达
芬奇”为主题，带领孩子们阅读达芬奇
手稿，介绍他在科学领域的贡献，并引
导孩子们做两个探究实验，首先引导
孩子们讨论达芬奇所绘的飞行器手稿
内容，孩子们现场完成了扑翼鸟模型，
讨论扑翼鸟展翅高飞科学原理，孩子
们还分组对制作的扑翼鸟进行试飞比
赛。随后，科技馆老师引导孩子们讨
论达芬奇·桥的手稿内容，孩子们学习
搭建达芬奇·桥，在搭建过程中孩子们

体验到了力的神奇作用。本次科技课
堂激发了孩子们的科技兴趣，培养了
孩子们的科学思维。

在传统文化体验环节中，区图书
馆的老师为孩子们普及“二十四节气”
传统文化知识，孩子们穿上汉服，按

“春”“夏”“秋”“冬”分组上台背诵诗
歌，感受中国诗词和传统文化的魅
力。随后，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制作花
灯，孩子们兴趣盎然。本次活动还设
立了投壶体验区和射箭体验区，28组
亲子家庭积极参与，来往的游人也纷
纷驻足体验，营造出浓厚的活动氛围，
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本次活动是九龙坡区科协在暑期
开展的第三场“科翼龙飞”科普研学夏
令营活动，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好评。
家长们纷纷表示，本次活动提高了孩子
的思考能力，并扩展了孩子的科学知识
和文化知识，今后将继续参加区科协暑
期“科翼龙飞”系列科普研学夏令营活
动。下一步，九龙坡区科协将加强与相
关单位和科普基地的协同配合，积极挖
掘科普资源，探索新颖、有效的科普形
式和内容，继续为青少年带来丰富的科
普活动，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助力“双
减”工作落地落实。

重庆科技馆的老师以“厉害了，达芬奇”为主题，带孩子们阅读达芬奇手稿。
（九龙坡区科协供图）

璧山区科协开展“童心向党·科技筑梦
——走进神奇的电磁学”科普知识讲堂

万盛经开区科协“小小少年爱科学”活动
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

□重庆市大足中学 何婧祎
指导老师：李一平

我有幸参加了第九届全国青少
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重庆赛
区），这次大赛对我来说具有特殊意
义。我是一个特别热爱物理的人，很
享受在物理世界遨游的那种感觉。
我参加的是未来太空车项目，在设计
制作中，我和搭档不断尝试，历经一
次次失败，每每碰壁想要放弃，但经
挣扎后还是坚持下来了，想到为祖国
建设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我更理解
了他们投身科研的艰辛与不易，深深
佩服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太空车制作也激发了我对相关
领域的兴趣，广阔的太空还有太多的
秘密需要我们去探索，更需要这一领
域做更多的尝试。在太空车的改装
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咨询
了老师、设计了不同版本，制作了不
同的太空车，终于达到理想目标。

这次大赛让我收获颇丰，教会了
我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光空想不
实践不能成功，光埋头苦干不思考也
不行。这次大赛培养了我们团结合
作、持之以恒的精神，让我们感受到
了科技的魅力。

祝全国青少年科普创新实验暨
作品大赛越办越好。

我和大赛的故事
——参赛有感

□重庆理工大学 陈冠男
指导老师：廖宁生 李祥

青创十载，求实创新；
睿智青年，感恩前行。
敬畏科学，创造奇迹；
未来可期，缔造辉煌!

参赛赋

科
有我
创创创


